
GE.12-14774 (C) 040712 040712  

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安道尔*、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贝宁、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刚果、哥斯达
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危地马拉、洪都
拉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
宛*、卢森堡*、马尔代夫、墨西哥、摩纳哥*、黑山*、荷兰*、新西兰*、挪
威、巴勒斯坦*、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圣马力诺*、
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索马里*、西班牙、瑞典*、瑞士、东
帝汶*、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
合众国：决议草案 

  20/… 
加紧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现象：为遭受暴力侵害 
妇女提供补救 

 人权理事会， 

 重申人权理事会 2011年 6月 17日第 17/11号决议并以该决议为基础， 

 重申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现象的决议，以

及妇女地位委员会、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还重申《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开罗行动纲领》，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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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循《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回顾大会在 2005年 12月 16日第 60/147号决议中通过的《关于粗暴违反国
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受害者得到补救和赔偿的权利的基本

原则和准则》， 

 还回顾与性别有关犯罪和性暴力罪已被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

及为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犯罪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同时

注意到国际刑事法院应当允许被害人在该法院认为适当的各个诉讼阶段进行参

与，并且保护被害人的安全、身心健康、尊严和隐私，
1 

 欢迎将暴力侵害妇女问题定为联合国促进两性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应处理

的优先事项， 

 注意到向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女童提供的补救可包括可形成弥补办法的一

系列司法和非司法措施，如恢复原状、赔偿、康复和保证不重犯；以及补偿措

施，如公开道歉、纪念仪式以及作出恢复尊严和名誉的司法决定等， 

 强调遭受暴力侵害妇女应当能够求助于司法机制，并按照国内立法的规定，

为其遭受的伤害寻求公正、有效的补救；还应当能够了解她们在通过此种机制寻

求补救方面享有的权利， 

 认识到性暴力尤其是冲突和冲突后情形中的性暴力影响到受害人、家庭、社

区和社会，并强调这些情形中的有效补救办法应当包括性暴力受害人获得医疗服

务、心理支持、法律援助以及社会经济重新融入服务， 

 确信为妇女和女童提供的有效补救应当旨在处理致使其遭受暴力侵害的根

源，从而产生转变效果， 

 还确信男子和男童在处理致使妇女和女童遭受暴力侵害的根源以及便利其为

所遭受的伤害获得公正和有效补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认识到司法补救的替代办法，尤其是在处理大规模违法行为之时，能够使受

害人、受害人团体和公民社会积极参与相关程序，使参与方产生一种作用感，从

而起到补偿作用， 

 强调确保为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提供的补救起到转变作用的途径之一，是开

展宣传教育，以便改变态度和行为，从而防止重演， 

 1.  强烈谴责一切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不论此种行为由国家、私人
作出，还是由非国家行为者作出，呼吁按照《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消

除家庭、社区中存在的以及国家作出或纵容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强调有必要

将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视为刑事犯罪，须受法律惩治，同时有

  

 1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和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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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使受害人能够获得公正、有效的补救和专门援助，包括医疗和心理援助及有

效的咨询服务； 

 2.  强调国家在保护面临暴力的妇女和女童方面承担着主要责任，为此，敦
促各国采取措施，调查、起诉、惩治和处理对遭受一切形式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女

童犯下的罪行，包括确保受害人获得充分、有效、迅速和恰当的补救，无论此种

暴力发生在家中、工作场所、社区和社会中、拘留所，还是发生在武装冲突情形

中； 

 3.  敦促各国鼓励消除一切阻碍妇女诉诸司法的障碍，确保暴力行为的所有
女性受害人都能够获得有效的法律援助，这样，她们就能够在诉讼和与家庭法有

关的问题上作出知情决定；还敦促各国确保受害人能够为其遭受的伤害获得公

正、有效的补救，包括在必要时通过国内立法； 

 4.  还敦促各国设法使为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女童提供的补救办法——不
论是司法办法、行政措施、政策还是其他措施——易于获得、使用、可接受、顾

及年龄和性别，并恰当满足受害人的需要。具体做法包括：保密，防止受害人遭

受侮辱，重新受害或进一步受害，让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要

求获得补救，确保合理的证据标准，提供必要的翻译服务，并最大限度地简化程

序； 

 5.  进一步敦促各国高度重视在司法工作中消除性别偏见，加强执法人员恰
当处理暴力侵害妇女案件的能力，具体做法包括：酌情向警员和保安部队成员、

公诉人、法官和律师提供有系统的性别敏感性和意识培训，把性别纳入安全部门

改革举措，制定规范和准则，加强或制定恰当的审判者问责措施； 

 6.  强调需要特别注重处在边缘化境地的妇女和女童群体，还强调各国有必
要确保补救办法考虑到由于多种形式、涉及多个方面和严重的歧视，暴力对妇女

造成的影响不尽相同； 

 7.  敦促各国采取措施，提高妇女特别是面临已知的基于性别的暴力风险的
妇女对其权利、法律以及法律提供的保护和补救办法的意识。具体做法包括：就

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家庭可利用的援助进行宣传，并且确保在审判的各个阶

段，所有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都能够及时获得恰当的信息； 

 8.  强调让受害人、受害人团体、妇女组织和其他相关利害关系方参与补救
办法的制定、实施、监测和评估，可增强补救办法的有效性； 

 9.  欢迎暴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及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开展的工作，以注意
到她最近编写的关于与妇女性别相关的杀戮问题的主题报告；

2 

  

 2 A/HR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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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请各国和所有其他相关利害关系方，包括区域组织和机制、条约机
构、联合国实体、特别程序、公民社会组织、学术机构以及其他相关利害关系

方，为任务负责人关于国家对消除暴力侵犯妇女现象的责任问题的研究提供投

入，提供相关资料，介绍为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提供补救办法的情况，并说明在

这方面遇到的困难； 

 11.  欢迎作为 2012 年妇女权利问题年度讨论的一部分举行的为遭受暴力侵
害妇女提供补救办法问题专题小组讨论，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写

一份小组讨论议事情况包括与会者提出的结论和建议概要报告，提交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一届会议； 

 12.  请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写并向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报
告，论述理事会关于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在人权高专办的

总体工作和其他相关政府间进程的总体工作中，并且在报告中列入关于如何加强

联系和协同作用的建议； 

 13.  决定按照年度工作方案，作为高度优先事项，继续审议消除一切形式
的暴力侵害妇女现象、其原因及后果问题。 

 

     
 


